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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課 利未記 第廿一至廿二章﹕祭司的聖潔 

 

I. 如果百姓需與一切罪惡隔絕（利十八到廿章），祭司們更當如此 

A. 對祭司在日常生活及人際關係上聖潔生活的吩咐 

- 祭司舉哀的教導（廿一1-6） 

- 祭司娶妻的教導（廿一7-9） 

- 大祭司舉哀的教導（廿一10-12） 

- 大祭司娶妻的教導（廿一13-15） 

- 殘疾祭司的教導（廿一16-24） 

- 祭司不潔時不可吃聖物的教導（廿二1-9） 

 利十三到十六章是針對以色列人 

- 祭司家裏，誰可以吃聖物（廿二10-16） 

- 不可獻有殘疾的動物為祭（廿二17-30） 

 

B. 這兩章經文是專為祭司（屬靈領袖）而寫的，而其中的思想是﹕上帝選召他們，

使他們成為聖潔，所以他們要活出聖潔的身份 

- 利廿一8、15、23，廿二9、16、32 

- 他們是要歸上帝為聖的（廿一6），百姓也要以他們為聖（廿一8） 

 

II. 觀察 

A. 祭司和大祭司的分別（廿一1-15） 

- 舉哀、娶妻 

- 他們為什麼有分別呢？ 

 

B. 殘疾祭司（廿一16-24） 

- 為何廿一17和廿一21重覆？ 

21:17  你告訴亞倫說、你世世代代的後裔、凡有殘疾的、都不可近前來獻他

上帝的食物 

21:21  祭司亞倫的後裔、凡有殘疾的、都不可近前來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、

他有殘疾、不可近前來獻上帝的食物 

 

- 是歧視或是優待？ 

 

C. 祭司在聖潔條例中跟以色列民一樣要遵守，他們沒有免役特權 

- 祭司是以什麼作為屬靈領導的特質？ 

 

D. 只有祭司家中的人才可吃從民中所得為份的聖物（廿二10-16） 

- 誰可以吃？誰不可以吃？ 

- 祭司作為一家之主，有責任在家庭裏面作教導的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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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對獻動物為祭的教導（廿二17-30） 

- 要擺上最好的獻給上帝；那麼負擔不起的人怎麼辦？ 

- 要專重生命、不可肆無忌憚的殘殺牲畜 

 

F. 廿二29-33中重復的最多的是那句話？ 

- 廿二29-30﹕什麼是獻祭要獻得蒙上帝喜悅？ 

- 廿二31﹕要謹守耶和華的誡命 

- 廿二32﹕要叫上帝的命被尊為聖 

- 廿二33﹕因祂是領我們出埃及的上帝 

- 參考主禱文（太六9-13）﹕因祂是領我們出埃及的上帝 

 

6:9  所以你們禱告、要這樣說．我們在天上的父、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  

6:10  願你的國降臨。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、如同行在天上。  

6:11  我們日用的飲食、今日賜給我們。  

6:12  免我們的債、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  

6:13 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．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、全是你

的直到永遠、阿們。 

 

III. 思想 

A. 上帝對祭司的聖潔教導是圍繞著如何在群體中活出聖潔、順服的生活，聖潔不單

是在私人的操守或屬靈的事上 
 

B. 上帝對領袖有更深的期待、更多的要求 

- 領袖要以順服上帝作為基礎，這就是作眾人的榜樣（提前四12） 

-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作領袖，但如果你在你的崗位上的領袖的話，上帝有特別的

話要向你說 

 

C. 廣義上我們都是新約中的祭司，我們要聖潔，在萬民中作榜樣、見證（彼前二9） 

- 你今天可以如何操練一個順服上帝的生活？ 

- 寫下一些具體的行動 

 

 

IV. 功課 

A. 請讀利未記廿三至廿四章、出埃及記廿三14-17、申命記十六1-22 
 

B. 你最喜愛那一個節日？為什麼？ 
 

C. 請回想你過得最「好」的一個節日 

- 為何是最好？ 

- 你如何過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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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課 利未記 第廿三章﹕節期的聖潔、廿四章﹕上帝的聖名 

 

I. 人在生活中如何記念上帝 

A. Holiday 或 Holy Day？ 

B. 什麼是節期（festival）？ 

- 分別出來歸於上帝的時間，為上帝而用的，就是節期 

- 以色列人過節是群體的，不是個人性的 

 

 

II. 利未記廿三章中提到的三個節期 

A. 無酵節（利廿三4-14）、五旬節（利廿三15-25）、住棚節（利廿三33-44） 

 

B. 摩西五經中還有另外兩段記載以色列的節期﹕ 

- 出埃及記廿三14-17﹕除酵節、收割節、收藏節 

- 申命記十六1-22﹕逾越節、七七節、住棚節 

 

C. 三個節期的比較 

- 第一個﹕除酵節、無酵節、逾越節 

 正月（亞筆月）十四黃昏是逾越節，跟著（正月十五）就守除酵節 

 以色列人一日是從晚上開始，所以可以說是同一天 

 

- 第二個﹕收割節、五旬節、七七節 

 五旬節和七七節其實是同一個節期，它們都用數字來命名﹕「五旬」是五

個十天、「七七」是七個安息日之後的一天 

 五旬節和七七節都是從收割的那日算起 

 收割是夏天結束的時候 

 

- 第三個﹕收藏節、住棚節、住棚節 

 利未記（廿三39）和申命記（十六13）中記載住棚節都是從收藏開始 

 

- 思想 

 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上帝（就是參於聖會的意思）；以色列人的節

期跟他們和上帝關係是分不開的 

 出埃及記的記載比較簡單，它反映出一個農業社會中一年運作的循環﹕開

始（除酵）、高潮（收割）、總結（收藏） 

 今天的商業、資信社會是用什麼來代表一年的循環呢？你今天的生活是用

什麼來代表一年的循環呢？ 

 生活在人生循環的時候（春夏秋冬、生老病死），我們所看重的是什麼？ 

 利未記和申命記卻充實了出埃及記對人生運作的循環的描寫 

 「除酵節」變為「逾越節」 

 不再是“一年之計在於春”，我們要立志一個好的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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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是在一年開始的時候想念上帝的拯救（帶領離開埃及為奴之

地）、思想上帝在他們身上的工作 

 「收割節」變為「五旬節」 

 不再單是計算投資的成功、回報 

 而是記念上帝和祂子民立約的關係，原來人生的成功與滿足不單單

在乎物質上的豐富，而是與上帝與我們立約、賜律法給我們 

 「收藏節」變為「住棚節」 

 不再單是點算存貨，安排休息、退休的時間 

 而是收藏好了以後，在房子外面築一個棚住七天，記念上帝如何在

曠野帶領他們、也思想生命的意義；這世界非我家、我們還沒有到

應許之地（參路加福音中無知財主的比喻，路十二16-21） 

 

 

  日常生活 信仰的反醒 

出廿三 

除酵節 

收割節 

收藏節 

  

利廿三 

無酵節 

五旬節 

住棚節 

  

申十六 

逾越節 

七七節 

住棚節 

  

 

 

D. 我們今天如何過節呢？ 

- 聖誕節、復活節、生日、春節、感恩節、國興節（Independence Day）、勞工

節（Labor Day）等 

- 你過節的心態是﹕除酵節-收割節-收藏節 或是 逾越節-五旬節-住棚節 

 

E. 利未記廿三章中的安息日和贖罪日 

- 安息日（廿三3） 

- 贖罪日（廿三26-3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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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利未記廿四章 

A. 燃燈和陳設餅之例 

- 不單特別的日子（節期）要記念上帝，在日常、重覆的事上也要認真 

 

B. 不可詛咒上帝的名 

- 利廿四10-16 記載了一個故事 

- 這是上帝子民共同的責任 

- 這也是要上帝子民共同執行的、不是一個人決定的 

- 利廿四17-22為懲罰劃出了界限 

 

 

 

 

IV. 功課 

A. 請讀利未記廿五章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